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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个案分析两部分。
涉及电视公用信号导播、电视公用信号摄像、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的设备配置、篮球项目、水上项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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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导播工作特点　　电视体育赛事的导播与其他艺术类型的导演相比，既有相互区别的个性特
征又具备相互联系和渗透的共性特点。
电影、电视剧导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世界，通过视觉和听觉形象的虚构和创作来体现思想
、传播观念；新闻纪录片的导演——可以经过长时间的拍摄记录和沉淀思考来揭示和表现客观事物；
体育赛事的导播，则需要以物质现实为基础——比赛现场不允许干预和随意中断，拍摄和剪辑要与比
赛同步共时进行。
另外，体育比赛本身就极富“故事性”，具备戏剧的冲突元素，国外媒体称从电视中观看体育比赛是
观看一场“正在现场直播的不知结局的戏剧”(a live drama)。
　　综上，体育赛事导播工作除了具有不可预期的新闻性和戏剧性的元素之外，也因赛事内容的专业
性和信号制作要求的特殊性和规范性，体现出以下特点：　1．电视基础信号的共用性　体育比赛的
公用信号是提供给不同电视机构的最基础的信号。
观众在电视中所看到的比赛，是各个电视机构付费购买公用信号之后，根据本国、本地域观众的需要
，加入字幕、解说、单边采访、专题片等图文编辑处理，也就是对基础信号进行整合、充实、完善、
延展后，所形成的重新包装过的产品。
　　这就要求基础信号首先要符合该项赛事组委会的信号制作规则，其次，还要求被各个购买方所公
认，要体现“公平、公正，获胜者优先”的原则。
导播不应参杂自己的喜好，更不要因为参赛队(国)的经济实力、宗教派别等因素，影响公用信号的制
作。
　　以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为例，奥运会电视委员会要求：国际公用信号必须是被国际公认的、
可供世界各国电视机构所使用的最基础、单一的信号源。
奥运会的电视制作队伍，可以说是一个“多国部队”，不分国籍和地域挑选各项比赛的最精良的制作
团队。
一旦成为其中的一员，就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受雇于奥运会电视委员会，是为全世界的电视观众服务的
，因此不应对本国或本地区的选手有任何倾向性，更不能用自己的好恶来选择、组合声音和画面信息
。
为此，奥运会制定了严格的规范来实践“公平、公正、获胜者优先”的原则。
　　奥运会详细规定了比赛的颁奖仪式的镜头表，就连赛前对选手的镜头切换也提出了相对规范的要
求：赛前各个参赛队的画面和声音信息应当是对等的，各方观众和啦啦队的信息也要相同。
如果是两位运动员在场上角逐，镜头的采集和分配比例，通常是．50％对50％，。
观众的镜头比例也是如此，给A国家观众5秒，给B国家观众的画面也应是5秒。
特别是比赛进行到关键时刻，竞争激烈紧张时，更要注意镜头的分配比例，千万不能因为场上的选手
或者观众是自己的同胞或自己喜爱的选手而把镜头更多地给他们，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观众也会很不
满意。
如果参赛运动员比较多，那么在比赛开始前，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要尽量把每一个运动员的镜头都
给到，不论这个运动员名气大还是名气小，不论是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都要一视同仁，公正和平等地
对待。
比赛开始后，镜头可以比较多地给成绩好的运动员。
　　不仅是奥运会，其他级别赛事的公用信号制作也要求导播及相关制作人员凭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对公众的责任感，以专业的视角，从镜头数量、镜头长度、景别大小、拍摄角度等方面公平、公正地
完成公用信号的制作。
　2．信号制作内容的专业性　电视信号制作内容，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项目本身。
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使得比赛项目不断增加，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有28个大项，299个小项。
不仅项目多，每个项目的专业要求也各有不同。
项目的专业性，一方面体现在该项目的技术要求上——每个项目的特点即画面表现重点不同；另一方
面体现在对参赛运动员以及相关人员的了解和表现上——参赛选手的状况(选手的技术特点和参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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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教练、选手家人甚至连啦啦队的情况都要掌握。
　　谈及专业性，对于导播来说，首先要把握该项目的基本特征，要以专家的视角去审视比赛，将项
目特点与电视声画语言很好的结合。
比如，球类运动必须理解“动中求静，静中求动”的辩证道理。
运动员在激烈竞争时，切换相对静止，主要是画面长镜头跟移；相反，运动员在完成动作或比赛间歇
时，场上相对静止，导播就要及时调机，抓拍有表现力的画面，以保持信号的连贯性，并营造出相对
热烈的现场气氛。
　　足球比赛场地大、参赛运动员较多，画面切换要体现球员的整体配合和战术运用，同时也不能忽
视细节。
对于小球比赛，比如乒乓球比赛，则要突出其运动节奏快、球路快速多变等特点。
水上项目，则要调动相对特殊的摄录设备，游泳比赛中，靠近出发处池边的潜望镜可以记录运动员从
起跳到入水的全过程，同时机位设置还要符合该项目的特点和受众的收视心理。
跳水比赛中的主机位，要设置在与跳板、跳台成90度角的看台高处，这是为了让观众在第一时间看到
运动员在空中的姿态和跳水线路。
P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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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对日益临近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电视体育赛事转播者是否做好了准备，我们能否在2008
年北京奥运会参与更多的比赛项目的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我们能否让奥运会在中国人手中续写辉煌⋯
⋯“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研究”将对我国电视体育赛事转播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
义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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